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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在报刊上看到对我们的文艺批评现状的批评，好像不太满意。这样的判断准确吗?如果这些批评的

对象是发表了同类文字的主流媒体的批评，那么我完全同意。但是，媒体上公开发表的批评能不能代表整

个社会的文艺批评呢?我以为不能。 

    

    事实上，不少更为重要的批评并没有发表在主流媒体上。它们或者是“评委”、审片者和高端人士会

议室里的口头评语，那往往是最具权威性的批评；或者是流传于弄堂茶室、棋牌桌上、录像厅里的赞誉和

嘲讽、牢骚和怪话——那似乎是无足轻重的草民闲话。和大多数无关痛痒的媒体批评相比，权威批评可以

决定一些文艺作品的终极命运，而草根批评则可以反映广大老百姓的真实心理。可惜的是，这两类批评都

极少在主流媒体上露面。高端人士和权威专家的关键性批评往往是保密的，人们只能看到这类批评的结

果——某些作品的通过、得奖或落选，至于那结果背后的推理、争论，“外人”完全不得而知。草根批评

倒是人人都可以听到的——只要你愿意“下去”听的话，但这样听来的信息传播范围太小，因为主流媒体

极少反映这些“下里巴人”批评家的声音。 

    

    应该说还有一种来自民间的批评，已经形成了不小的力量，而且时不时会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那就

是网络批评。前些年胡戈用《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了陈凯歌的大片《无极》之后，无意中爆得

大名，网民对胡戈和陈凯歌的种种评论很快溢出了网络世界，进入了主流媒体。记得我就曾接到好几个记

者的采访电话，问我对此事的看法。这是一个不错的例子，但这样的例子总的来说还是相当少。 

    

    比起弄堂茶室、棋牌室、录像厅里的草根批评，网络上的批评毕竟需要比较高的教育水准，怎么能让

草根批评也接通主流媒体? 

    

    这种接通需要特殊的渠道。最近在上海看到了一条非常特别的渠道——一种新出现的名为“海派清

口”的单人脱口秀，把草民百姓对社会百态、对文化艺术的近乎原生态的评论呈现在座无虚席的剧场里。

周立波是第一个得到主流媒体承认的草根艺人兼批评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美国求学任教的时候，对那儿流行的纵论时政文艺的单人喜剧脱口秀

(standup comedy)就很感兴趣，常想不知哪天也能在中国看到这种样式。但由于国情不同，我并没有抱太

大的希望。因此，周立波“海派清口”骤然走红，让我又惊又喜。其实，周氏脱口秀的流行既是偶然的，

也是必然的。偶然是因为他独特的个人经历——当年他离开滑稽剧团，结果却歪打正着，让他得以在体制

外独立地探索这种只需一人说话的舞台表演兼批评方式；他饱经坎坷的阅历又为这种形式所必需的丰富内

涵提供了无尽的素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周立波这种经历的人才能演单人喜剧脱口秀。事实上，中

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即便没有周立波，也迟早会冒出张立波、李立波的，所以说他的出现又是必然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政治、文化的开放一直在稳步向前推进，近年来网络的迅速发展加快促

成了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几十年来在严肃的政治环境中动辄得咎的喜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以

多乎哉? 不多也——谈批评的四种形态 
孙惠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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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只能在民间流行但不得登堂入室的喜剧语言艺术终于开始被主流文化接受了。通过周立波的这种特别的

艺术形式，草根文艺批评和社会批评终于得以接通了主流媒体。这一来，前些年也曾经在民间演出场所火

爆过一阵，但一直没有得到主流媒体承认的蔡嘎亮等草根艺人兼批评家应该也有了“晋级”的希望。 

    

    用艺术形式来接通草根批评和主流媒体，这是艺术家的成功；然而，对于民间批评来说，是不是应该

找到更加直接的渠道来“晋入”主流媒体呢?这个目标靠民间批评者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希望主流媒体

和专业批评家更多地深入下去，倾听老百姓的声音——不仅是那些只要打开电脑就能看到的网民的意见，

更重要的是那些必须深入下去才能听到的普通百姓的声音，包括他们对电视节目的看法，对通俗文学的看

法，对各种民间娱乐的看法。他们的口头评论也是文艺批评，而且往往会比媒体上的某些文章更为中肯，

更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 

    

    此外，那些通常小圈子里的权威批评和争论是不是也可以走出封闭的大门，用署名方式尽量不加修饰

地发表在媒体上，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有道理呢?改革开放初期，上海演出的《假如我是真的》有不同意

见，有关部门不但召开研讨会，还把意见全文公开发表出来。三十多年后，这种坦诚、开明、开放的批评

作风仍然值得提倡。 

    

    一个社会要想有健康的文艺批评，就不能仅仅局限在现在这种相对单一的主流媒体批评上，只有当媒

体还能全面反映出其它形态的三种批评——权威批评、网络批评、草根批评的时候，我们的文艺批评才会

真正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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